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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新中国农垦事业的三大贡献
*

周 兵
(广东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

摘 要: 农垦是我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它的农业科技水平高于地方农村，而且辐射带动农村发展。毛泽东

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始终关心和支持农垦事业的发展。毛泽东强调人民军队是战斗队、工作队和生

产队，为国营农场的主要来源———军垦农场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在“一化三改”背景下，毛泽东坚持推动农垦规

模扩张，提高农垦的生产能力。这为农垦现有规模和能力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毛泽东的指引下，农垦顺

从各地自然条件，经营方针从单一经营变为多种经营，提高了农场效益，同时支持了国家建设。中国共产党对农垦

事业的成功探索，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经济领域“红色基因”的一部分，值得倍加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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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关于中国农业的研究，较为关注农村，很少

提及农垦。事实上，农垦是我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

帜。农垦农业科技创新水平高，2014 年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农田有效灌溉率、病虫害统防统治比例分

别达到 87%、63% 和 75%，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8、12 和 30 个百分点。［1］
同时，农垦具有非常强的

示范带动能力，年辐射带动农村集体土地面积约1． 4
亿亩，为周边农村培训各类人员 200 万人次以上，供

应粮食作物种子约占全国的 28． 5%。［1］
因此，农垦

的发展 对 于 当 下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的 实 施 具 有 重 要

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关心农垦事业发展。2014 年 4 月，习近平深

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调研，对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在屯垦戍边方面的重要作用作出高度评价，并在

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新形势下，兵团工作只能加

强，不能削弱。”［2］2015 年 11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
文件将农垦视为“国有农业经济的骨干和代表”，是

“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并提

出要“发展壮大农垦事业，充分发挥农垦在农业现

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作用”。［3］4

2016 年 5 月，习近平来到农垦大省黑龙江调研，要

求黑龙江“深化国有农垦体制改革，建设现代农业

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4］。2018 年 9 月，习近平

就东北振兴问题到东北三省考察。考察的首站就选

在黑龙江农垦建三江管理局。习近平在考察时强

调:“农垦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支援国家建设、维

护边疆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要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的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深化

农垦体制改革，全面增强农垦内生动力、发展活力、
整体实力，更好发挥农垦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骨干

作用。”［5］

中国农垦辉煌成就的取得，与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息息相关。我国虽然有悠久的屯垦戍边的历史，

但直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农垦

事业才出现了蓬勃发展。回顾新中国农垦近 70 年

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为中国农垦

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作为中共第一代

领导集体的核心，始终关心、支持并推动农垦事业的

发展。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等单位 1983 年编写的《农

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第一册的第一篇，就是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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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文章。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全面阐述毛泽东

对新中国农垦事业的贡献。
一、为中国军垦提供了理论指导

人民军队是中国农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军垦

农场是大规模发展国营农场的骨干力量。［6］
而中国

军垦理论最主要的贡献者是毛泽东。
与旧军队不一样，毛泽东认为人民军队除了军

事斗争以外，还要担负发展生产和组织群众的工作。
1927 年 12 月下旬，毛泽东在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

员大会上规定和宣布工农革命军三项任务———“打

仗消 灭 敌 人”“打 土 豪 筹 款 子”和“做 群 众 工

作”。［7］2261929 年 12 月底，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

议”中明确指出: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

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

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

大的任务”。［8］79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解决根据地的

经济困难，延安留守兵团从 1938 年秋季开始进行大

生产运动。毛泽东高度评价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成

就。1942 年 12 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

上单列一节讲述军队的生产事业。毛泽东说:“军

队是比较更有组织性与比较具有更多劳动力的集

团，他们只要没有直接的作战任务，就可以将他们除

教育时间以外的一切时间从事劳动”。［9］109
王震是延

安大生产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新中国成立以后，王

震不仅领导过新疆的屯垦工作，而且曾长期担任农

垦部部长，是毛泽东关于军垦和国营农场发展思想

的主要执行者。回顾往事，王震曾说:“我这个人的

革命生涯，就是从南泥湾开荒，到全国农垦，还是

开荒。”［10］431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人民军队发展生产、动
员组 织 工 作 更 为 重 视，并 在 理 论 上 进 行 了 总 结。
1945 年年底，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毛泽东

指示“除集中行动负有重大作战任务的野战兵团

外，一切部队和机关，必须在战斗和工作之暇从事生

产”。［11］11821949 年 2 月，毛泽东在给第二野战军和

第三野战军的电报中指出:“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

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

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

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

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

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

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

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

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11］1405 － 1406
随

后，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对人民军队的性质进行

了阐述。毛泽东说:“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

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

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

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

解和动摇。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随着战

斗的逐步地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有一种

可能的情况，即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将要使人民

解放军全部地转化为工作队，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估

计到。”［11］1426

如果说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非常强调人民

解放军在城市接管中的“工作队”任务，那么随着经

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的

“生产队”任务就愈发突显了。《共同纲领》明确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在和平时期，在不妨碍

军事任务的条件下，应有计划地参加农业和工业的

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12］6 － 7
在这一政策背

景下，毛泽东在关于 1950 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

的指示中提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军，除

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

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

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

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13］27

1952 年 1 月，王震在一次讲话中对人民军队的

“三大任务”进行了完整表述。王震说:“两年来，驻

新疆的人民解放军在奉行把革命进行到底和统一祖

国的事业中，基本上完成了这个历史时期的战斗队、
工作队和生产队的三大任务。”［14］9

从此，这一表述

被视为对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三大任务”的经典

概括，广泛流传。［15］124

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三大任务”的思想对农

垦事业发展影响深远。首先，正因为有了“生产队”
的这一定位，军队才会广泛参与农垦事业。1952 年

2 月 1 日，毛泽东在关于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中写

道:“你们过去曾是久经锻炼的有高度组织性纪律

性的战斗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

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13］224
根据命令要求，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 15 个师参加农业建设，建立了一

批军垦农场，“成为发展国营农场的开路先锋”。［16］5

1955 年 8 月，王震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系统陈述

了通过军队开发北大荒的设想，获得大力支持。王

震动员铁道兵九个师和一个军官预备队，共 17400
多名复转官兵，陆续开进黑龙江密山、虎林、宝清、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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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等地垦荒建场。而在 1958 年，十万转业官兵更是

在中央军委的号召下，开赴北大荒。1958 年 3 月 20
日，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发展军垦农场

的意见》指出:“军垦的组织形式，一种是首先组织

军垦农场，然后逐步转变为国营农场;另一种是一开

始就组织国营农场。”［17］317

其次，“战斗队”和“工作队”的思想，同样融入

了农垦事业。人民军队在农垦事业中的“战斗队”
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大量的军垦农场处

于边疆地带，军垦农场除了经济功能以外，还具有抵

御外敌入侵、稳定边疆的军事功能;二是军垦农场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采用的都是“党、政、军、企合一”的

组织形式，大多采用的是军事化建制。这一建制方

式时至今日仍被作为一种农垦文化在一些农场保留

下来;三是人民军队的“战斗精神”是农垦精神的重

要来源。有研究者指出:“数十万复转军人把人民

军队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忠于党、忠于人民，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自觉遵守纪律的优良传统带到国

营农场，这是农垦精神形成的重要条件。”［18］34

相比“生产队”和“战斗队”而言，人民军队在农

垦事业中“工作队”作用则要隐蔽得多，也时常为人

们所忽视。做群众工作是人民军队“工作队”任务

的核心。而军队在发展国营农场过程中，同样没有

忘记做群众工作。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

生产力的角度，向附近农村的农民示范推广先进的

农业科技;二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示范带动农村向

农业集体化的转变。1952 年 8 月 9 日，农业部颁布

了《国营机械农场农业经营规章》。文件明确提出

了国营农场两个方面的任务，其中最主要的任务是

“以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业科学技术，显示出

农业机械化、集体化生产的优越性，向农民示范，并

具体帮助农民走上集体化的道路”。［19］70

人民军队转业官兵在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三

大任务”思想指引下，发挥优良传统和组织优势，不

仅是农垦事业的开拓者，而且是农垦事业的重要建

设者。垦荒建场极为艰辛，甚至非常危险。官兵们

经过多年浴血奋战，吃苦耐劳，不怕牺牲，克服各种

艰难险阻，开拓出中国农垦事业的大局面。
二、大力推动农垦规模扩张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农垦耕地面积只有 45 万

亩。到 1953 年“一五”计划开始时，农垦耕地面积

虽有增加，但也只有 447 万亩。相对这一时期我国

耕地面积 16 亿多亩的规模而言
［20］221，农垦的占比

还是相当小的。

正因为农垦耕地面积占比相当小，因此党内有

一种观点认为农垦的经济功能可以忽略不计，农垦

的作用主要在于示范带动。1953 年 6 月 19 日，《人

民日报》发表题为《不应盲目扩大国营农场》的短

评。文章写道:“国营农场决不能靠空洞的虚有其

表的‘大规模＇来‘示范＇，而应集中力量把现有的土地

经营好，用行之有效的先进的技术来示范，用较高的

单位面积产量来示范。”［21］
文章不仅把国营农场的

功能限定在示范上，而且对其农业生产能力基本忽

略不计。文章写道:“为了增加农业产品，在今后若

干年内，只能依靠组织起来的农民和个体农民”。［21］

1953 年年底，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了由毛泽东主

持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

线既提出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又提出对农业、手工业

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按照当时的说

法，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由

于工业建设需要庞大的资金，因此垦荒建场资金很

容易受到冲击。1954 年 4 月 20 日，《解放日报》社

论写道:“国家要进行工业建设，特别是要集中主要

力量于发展重工业，因而就不可能对农场作过多的

投资。农场应该服从国家的整体利益，精打细算，以

求尽量减少国家投资，并多为国家生产粮食，支援工

业建设。”［19］1741955 年 4 月 1 日，《人民日报》的社

论重申了这一观点。社论指出:“在我国当前条件

下，还不可能大量发展国营农场。因为大量建设国

营农场，需要有庞大的资金;国家当前投资的重点是

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以便打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

还不能把大量资金投放在国营农场方面。”［6］
正因

为国营农场的主要作用被定位为示范带动，因此在

建设资金缺乏的背景下，国营农场规模很难继续大

规模扩张。
在国营农场规模受到约束的情形下，毛泽东从

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1955 年 7
月 31 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

中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

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

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

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

民垦荒在内( 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

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

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

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

绝大 的 困 难，我 们 就 不 可 能 完 成 社 会 主 义 工 业

化。”［13］431
毛泽东的这一论述，为国营农场的规模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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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提供了理论支撑。在毛泽东看来，国营农场在社

会主义工业化的背景下不仅不应该被限制，而且要

大力扩张。因此，毛泽东说:“同农民的农业生产合

作化运动的发展同时，我国已经有了少数社会主义

的国营农场。到一九五七年，国营农场将达到三千

零三十八个，耕地面积将达到一千六百八十七万

亩……国营农业在第二第三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将

有大规模的发展。”［13］421

但是，毛泽东的主张在一定时间内并没有引起

党内的重视，这在 1955 年 10 月召开的七届六中全

会扩大会议上有集中体现。陈伯达在会议决议草案

的说明中，完全没有提及国营农场。而会议通过的

决议也只有一句话讲到国营农场———“应该加强国

营农场的工作，使国营农场对于合作化运动更多地

起帮助和示范的作用”。［22］299
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

决议秉持的还是 1953 年《人民日报》的短评《不应

盲目扩大国营农场》的观点，文件强调的还是国营

农场的示范带动功能，而不是生产功能。《人民日

报》为七届六中全会决议配发的社论中，同样也没

有提到国营农场。这些忽视国营农场的做法，引起

了毛泽东的注意。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讲

话中指出:“这一次没有人讲国营农场的问题，是个

缺点。希望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农业部研究国营农场

的问 题。将 来 国 营 农 场 的 比 重 会 一 年 一 年 大

起来。”［23］213

为了大力推动国营农场的发展，毛泽东在领导

制定《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以下

简称“四十条”) 时对国营农场予以特别的重视。
1956 年 1 月 26 日发布的该文件“草案”第二十节专

门讲国营农场。“草案”写道:“从 1956 年开始，在

12 年内，要求国营农场的 耕 地 面 积 由 1955 年 的

1336 万亩增加到 14000 万亩。必须积极改进国营

农场的经营管理工作，提高产量，厉行节约，降低成

本，使国营农场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都能发

挥应有的示范作用。”［24］16
事实上，在“草案初稿”

中，国营农场耕地面积的发展计划更为宏大，拟增加

到 2 亿 4000 万亩。［25］101957 年 10 月发布的“修正草

案”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将国营农场耕地的目标面

积降低到 1 亿亩。［26］14
虽然发展目标有所降低，但在

当时的条件下，仍可谓雄心壮志。
随着“四十条”的实施推进，毛泽东等人对国营

农场的认识也在深化。“四十条”的“修正草案”提

出国营农场不仅应该参与到城市蔬菜供应、土壤改

良和植树造林等工作中去，而且在繁育和推广良种

中要大有作为。文件写道:“中央和地方的国营农

场应当成为繁育农作物良种的基地，积极繁殖和推

广适合当地的农作物良种”。［26］11
与此同时，“修正

草案”对国营农场的指导纲领由“发展国营农场”改

为“办好国营农场”。文件提出:“要求所有的国营

农场，团结和帮助周围的农业合作社，在生产技术方

面发挥应有的示范作用。国营农场应当实行多种经

营，提高劳动力利用率;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和劳动

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厉行节约，贯彻执行勤

俭办农场的方针，改善工资制度，既要增加产量，又

要降低成本”。［26］17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全国农垦耕地面积从

1953 年 的 447 万 亩，增 加 到 1976 年 的 6141 万

亩。［27］186—189
人们熟知的“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

经过长期开发建设，目前农垦耕地面积约 1 亿亩。
这与“四十条”(修正草案) 提出的农垦耕地规模刚

好吻合。耕地规模的大幅扩张为农垦在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农垦粮

食总产量为 720 亿斤，商品率高达 90% ;天然橡胶、
棉花、牛奶产量分别占全国的 45． 9%、27． 3% 和

11． 6%。［1］
由于农垦农业生产规模化、市场化和组

织化程度高，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农垦“抓得住、调

得动、应得急”，是“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

应的可靠保障”。［1］
农垦强大的生产能力，为当下乡

村振兴尤其是精准扶贫中一部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赢得了空间。
三、助推国营农场经营方针的变革

相对于毛泽东对中国农垦在思想理论和建设规

模上的影响，毛泽东对国营农场经营方针的影响则

要隐微得多。以往的研究成果中也很少提及这一

点。比如李书卷主编的《毛泽东屯垦思想研究》一

书，基本上没有揭示这方面的联系。事实上，毛泽东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对军队大生产运动的方针进行

过直接的指导。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制定

“四十条”等文件，对国营农场经营方针的转变提出

了具体要求。与此同时，毛泽东所提出的农村发展

思想，也影响了国营农场经营方针的变革。当然，这

一变革主要是由农垦部门及其主要负责人王震来实

施推动的。
正如前文所述，军队是我国农垦事业的重要建

设力量。毛泽东不仅强调军队要参加生产劳动，而

且对军队生产运动的方针极为重视。早在抗日战争

时期，毛泽东就对军队大生产运动提出了以农为主、
多种经营的思想。1942 年 12 月，毛泽东在总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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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运动时表扬了三五九旅的成绩，并展开了分析。
他说:“首先，三五九旅的领导同志掌握了以农业为

第一位、工业与运输业为第二位、商业为第三位的方

针……建立了农业、工业、运输业与商业的一系列的

比较完备的企业，打下了一个能够达到完全自给的

经济基础。”［9］1111943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党内

指示中又指出:“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

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

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 的大规

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
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28］911

新中国成立后，国营农场并没有继承人民军队

原来的生产经营经验，而是在苏联影响下，基本上都

实行单一化经营方针。当时，友谊农场非常具有代

表性。友谊农场于 1954 年建立，是“一五”计划期

间苏联 156 个援助项目中唯一的农业项目。友谊农

场建成后实行单一经营，对畜牧业、工副业生产不重

视。1955 年到 1957 年间，农场为了满足自身基建

需要，虽然建立了一些制砖、制瓦和锯材工业，兴建

了小型谷物加工厂，但是规模和产量都很小，而副业

生产更是空白的。［29］106

单一化经营方针不仅导致我国国营农场劳动力

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浪费，而且加大了国营农场的经

营成本。因此在中国工业化亟需大量资金背景下，

这一经营方针的调整显得更为迫切。而在这一调整

过程中，毛泽东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1957 年

10 月 26 日，毛泽东领导制定的“四十条”( 修正草

案)在《人民日报》全文刊发。该文件不仅明确提出

要“办好国营农场”，而且强调“国营农场应当实行

多种经营，提高劳动力利用率”。［26］17
与此同时，毛泽

东这一时期关于农村发展的思想也对国营农场产生

了影响。毛泽东高度重视多种经营在农村发展中的

作用。［30］271958 年 8 月，毛泽东在视察山东农村时

指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
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31］60

正是在毛泽

东这一思想影响下，时任农垦部部长王震明确提出:

“人民公社的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就是国营农

场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针。”［19］394

虽然毛泽东指出了国营农场经营方针调整的方

向，但是国营农场的多种经营究竟应该如何进行，一

开始并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要靠在实践中去摸索。
1957 年，邓子恢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农场

应该允许搞农产品加工，如自己榨油、榨糖( 在没有

糖厂地方)、碾米、磨面、腊肉、腌鱼等，以减少运输

力和周转层次。”［32］1591958 年 3 月，朱德在指导农场

工作时指出:“农场除发展主业外，要因地制宜地进

行多种经营，农、林、牧、禽等都要发展起来，养猪已

经搞起来了，猪身上的东西如鬃、肠衣、皮、肉、骨等

均可以加工。牛、羊、毛皮等也一样可以加工。……
南郊农场多种经营搞的好，供给了首都牛奶、蔬菜、
果品的需要。”［19］3101958 年 5 月，王震在八大二次会

议的书面发言中，将农场的“多种经营”解释为“实

行与农、牧、林、渔相结合的以及发展农副产品加工

的多种经营”，并提出“农场职工必须有多工种技

能，除农场内部多种经营，多工种协作外还要同工、
矿、交通运输、建筑工程等事业广泛协作。过去有些

农场的房屋规定要由城市工程公司承包建筑，木材

不准农场自己采伐，一定要用国家调拨的好木材，那

是错误的”［19］314。1959 年 1 月，农垦部明确指出:

“今后国营农牧场的经营方针，仍是农林牧副渔的

综合经营，生产任务主要是:( 一) 经济作物，如大

豆、棉花、花生及其它植物油料等。( 二) 畜牧产品

及畜牧加工产品。( 三) 热带特种作物，如橡胶等。
(四)培育优良种畜和农作物优良品种。”［19］329

在农、
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和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

农场也开始办工业。王震指出:“现在不少农场已

经有了一批现代工业，基本上贯彻执行了为农牧业

生产服务的方针，如化肥厂、炼油厂、农产品加工厂、
木 材 加 工 厂、农 业 机 械 修 理 和 农 具 制 造 厂 等

等。”［19］392
在这一时期，标志性的谷物农场———友谊

农场也开始改变单一经营的方针，发展工副业，使农

场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有了很

大的进步。［29］107

1959 年 7 月，农垦部对农场多种经营有一个总

结。农垦部指出:“事实证明，国营农场在国家统一

的计划经济的原则下，按照不同地区的经济自然条

件，集中的生产出口产品，工业原料( 华南橡胶、新

疆棉花、青海油料)，城市副食和培育优良种畜的任

务和按计划直接向国家交售产品，是有利于巩固、提
高和发展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经济，有利于农场

计划生产，计划管理和有计划的建设，有利于农场多

种经营和专业化的生产，有利于农场积累资金扩大

再生产，以减少国家对农场的大量投资，也有利于中

央和各省市(区)集中抓农场解决有关商品的需要，

从而就有可能更好的调整与农民的关系。”［19］351

跟农村地区一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

代初国营农场多种经营的推进并不是一帆风顺，也

经历过曲折。但是，国营农场多种经营方针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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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农村要快一些。1964 年“农垦五条”和 1965 年

“农垦十六条”，又重新提出要改变单一经营的方

针。1964 年 9 月，中央批转农垦部党组关于党组扩

大会议对几个主要问题讨论意见的报告。这个报告

后来被称为“农垦五条”。它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分

别写道:“必须彻底改正硬搬苏联单一经营方针，必

须实行一业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方针”，“国

营农场应当建立自己的小型的粮、油、糖加工厂，以

利 用 农 闲 劳 动 力 发 展 生 产，有 关 部 门 应 当 支

持”。［33］203—204
在“农垦五条”的指引下，农垦部制定

了“关于改革国营农场经营管理制度的规定 ( 草

案)”。这个文件后来被称为“农垦十六条”。1965
年 4 月 6 日，中央批转农垦部党组关于“农垦十六

条”的报告。其中一条写道:“国营农场必须充分利

用各种劳动力，在搞好主业生产的同时，积极开展多

种经营。除发展畜牧业和林业外，还应积极发展农

产品的加工业、副业和手工业，既为社会增加产品，

又解决农场生产和生活的自给需要。”［34］139—140“农

垦五条”和“农垦十六条”关于多种经营的规定是当

时农垦系统摆脱照搬苏联做法的重要体现，也取得

了实际效果。1965 年 12 月 1 日，农垦部副部长陈

漫远在国营农场经营管理制度改革座谈会上高度评

价“农垦五条”和“农垦十六条”。他在总结发言中

指出:“贯彻‘五条＇和‘十六条＇以后，成效显著，调动

了职工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多种经营。
促进了扭亏增盈，绝大多数职工增加了收入。”［35］431

“农垦五条”和“农垦十六条”的文件精神，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重新被激活，甚至走得更远。
1978 年 11 月，在京召开的农垦座谈会提出要尽快

把国营农场办成农工商联合企业。值得注意的是，

会议认为这一做法“是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关于工农

商学兵相互结合、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伟大思想

的具体实践”。［19］951

农垦座谈会后，国营农场多种经营快速发展。
1979 年 8 月 1 日，农垦部颁布《国营农场工作条例》
(试行草案)。文件提出:国营农场要“因地制宜地

实行一业为主、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的方针”，“要

按照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

则，有计划地兴办农畜产品加工业，发展推销自己产

品的 商 业，为 尽 快 建 成 农 工 商 联 合 企 业 创 造 条

件。”［19］955—956
而在实施过程中，有些农场的部署远

超文件的精神。曾经深受苏联影响的友谊农场同样

非常具有代表性。1984 年友谊农场四届一次职工

代表大会将农场今后经营方针确定为:“农场必须

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大胆改革、探索新路、抓实农业、
大上工业，全面发展以林、牧、副、渔为主的多种经

营，疏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搞活农场经济，鼓

励全场干部、职工勤劳致富，扭转‘一穷二死＇的被动

局面，全面提高经济效益，把农场建成农工商综合经

营的现代化农业企业。”［29］107—109
从这里可以看出，

友谊农场作为我国谷物农场的标杆，在这一经营方

针中并没有强调“一业为主”，而是将工作重心放在

“多种经营”上了。
农垦对“多种经营”的重视很快收到了成效。

农垦的工业总产值从 1985 年开始超过农业总产值。
据最新的统计数据，2017 年农垦第一、第二、第三产

业增加值占农垦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24． 0%、
45． 2%和 30． 8%。［36］7

农场经营方针的调整，提高了

农场经营效益，也为农场城镇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当下，产业带动无疑是农垦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

抓手。
四、结语

毛泽东是治国理政的政治家。毛泽东的思想和

智慧既体现在他的理论著述中，也体现在他的政治

实践中。虽然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我们很难找到毛

泽东关于农垦发展的长篇大论。但是毛泽东的思考

和 决 策，被 王 震 等 农 垦 一 线 领 导 人 贯 彻 和 落

实
［37］序言1。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历程时曾指出:“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中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当时没有真正落实，改革开

放后得到了真正贯彻，将来也还是要坚持和发展

的。”［38］112
我国农垦在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探索很好

地印证了这一点。新中国农垦事业得到过苏联等社

会主义国家的热情帮助，也曾深受兄弟国家的影响。
但是中国共产党在独立自主精神指引下，结合中国

实际进行了艰辛探索，从而在农垦事业中开辟了出

一条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对农垦事业的成功探

索，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经济领域“红色

基因”的一部分，值得倍加珍惜。
抚今追昔，鉴往知来，在回顾毛泽东丰功伟绩的

过程中，我们既要铭记历史，缅怀先辈，又要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积极汲取农垦发展的成功经验，加强

垦地互动，助推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顺

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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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edong＇s Three Contributions to the State Farm in China

ZHOU Bing
(School of Marxism，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Guangdong 510520，China)

Abstract:The State farm is a banner on the agricultural front of our country． Its leve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higher than that of rural

areas． It guides rural areas＇ development． As the core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CPC leaders，Mao Zedong has always been concerned about and suppor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farm． Mao Zedong emphasized that the people＇s army was the combat team，the work team and the production team． His

thoughts provided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rmy farm，which was the main source of the state far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One

Transformation and Three Ｒeforms”，Mao Zedong insisted on promoting the expansion of the scale of the state farm and improving the productive capacity

of the state farm． Thi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existing scale and capacity of the state farm．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o Zedong，ministry of the state

farm obeyed local natural conditions，and transformed the management policy from single form of operation to diversified operation，which improved farm

＇s efficiency and supported national economy． The successful exploration of the state farm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stitutes a part of the“red

gene”in the economic field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reform，which deserves to be cherished．

Keywords:Mao Zedong; the State Farm;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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